
“零确诊”的 7万人大社区

“守好门”才能“开好门”

徐汇区华泾镇 ， 一个有
着 7 万余名居民的超大社区。

截至目前 ， 这里依旧保
持着零确诊病例 。 复工复产
复市的当下 ， 华泾镇以 “守
好门” 来保障 “开好门”， 以
“播放键 ” 代替 “暂停键 ” ，

把织密防疫网格 、 恢复生活
秩序作为当下社区工作常态
化的重点。

在确保安全这个大前提
下， 华泾镇正有序推动家政、

养老护理 、 装修施工等人员
逐步进入社区 ； 并主动向社
区居民推送心理咨询等服务，

助力社区恢复日常的烟火气。

家政人员进小区
随申码叠加 “双承诺”

家政和养老服务 ， 是居民日常

生活中的刚需。 疫情防控期间 ， 不

少纯老家庭依旧需要居家养老服务

人员的上门服务 。 针对这种情况 ，

华泾镇与护理站沟通 ， 采取 “服务

人员向护理站承诺、 护理站向华泾

镇承诺” 的多方确认模式 ， 由护理

站提供护理员及服务对象的信息 ，

并一一对应制作了 62 张 “通行证”。

而家政服务人员， 则可以凭用人单

位证明、 随申码等进入小区。

当然 ， 开门也不能一刀切 。 实

际操作中 ， 各社区会根据居民的

实际需求 ， 采取更为人性化的管

理措施 。

在华泾绿苑 ， 有一户纯老家庭

就向居民区书记求助———老人长年

聘用的住家保姆春节后从外地回来，

按理要进行居家健康观察 ， 但老人

等不及也不愿意另聘他人。 经协商 ，

老人表示愿意和居家保姆一起进

行居家隔离 ， 也签署了共同居家

隔离承诺书 。 而居委会则负责做

好代购生活用品 、 处置生活垃圾

等服务 ， 妥善解决了这户老人的

急难愁 。

从容 “轻装修”

不影响在线学习

“节前房子装修到一半 ， 家人

一直租住在外面， 现在能不能恢复

装修？” 在华阳居民区， 居民萧阿姨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华泾镇防控办对此早做预案 ：

首先， 正规装修公司 （有营业执照、

在随申码上作为单位复工申请注册

通过）， 要到小区物业、 居委会报备

审核。 通过后， 装修工人凭随申码、

单位证明， 完成测温、 登记等手续，

就能进入小区。

此外， 社区里还添加了一个特

别限制： 缩短装修工作时间 ， 且不

允许进行冲击、 电钻等有较大噪音

的施工项目。

华阳居民区书记许梁洁解释说，

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生都在家上网

课，不能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为此，社

区还专门跟业主、 装修公司商定，启

动装修前，要提前跟同一楼栋的居民

打好招呼，做好沟通协商。

按照这个流程一步步操作 ， 萧

阿姨很快得到了左邻右舍的理解 ，

开始了 “轻装修”。

“守好门” 才是
“开好门” 的最大保障

针对近期境外入境人员增多 ，

华泾镇配齐 “三人小组”， 强调手机

不静音、 不拒接陌生来电， 24 小时

待命。 同时，在这部分人员实施居家

医学观察期间， 各居委探索用一张

“欢迎回家”的红色小门封，来服务管

理好居家隔离生活，也让周边居民更

为安心。

华臻居民区前两天有一位居民

从日本回沪， 转运至社区门口后，在

“三人小组” 的陪同下， 他完成了测

温、登记、签署承诺书等步骤，也爽快

地同意在家门口张贴红色小门封 。

“不给大家添麻烦， 也不引起他人的

恐慌。” 居委干部告诉记者， 如果涉

及接收生活用品等必须开门的事项，

送货上门的居委干部会确保更换新

的门封。

社区健康管理涉及每

个人的安全。 华泾镇各居

民区严格落实 “块区负责

制 ” “零报告 ” 制度 。 一

方 面 ， 居 委 会 宣 传 勤 洗

手 、 常通风 ， 动员居民加

强自我健康管理 ， 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报告楼组长 、

块区长 ； 同时针对复工复

产期间 ， 居民们的疑惑和

各种心理焦虑 ， 通过微信

公众号进行宣传心理健康

知识 ， 由志愿者参与进行

社区心理疏导 ， 第一时间

为居民们推送各种心理健

康小常识 ， 帮助大家在防

疫的大前提下 ， 尽快适应

日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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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触投递进社区

方便居民， 更降低集聚风险

“不再是放好东西 ， 打个
电话就走人 ， 而是要恢复常态
了。” 这两天， 顺丰快递员刘兹
帅的胸口多挂了一张 “快递柜
投放证”。 发放这张证的不是快
递公司 ， 而是来自他 “包干 ”

投递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海悦
花园小区物业 。 凭着这张证 ，

刘兹帅可以直接进小区进行无
接触式投递———将快递物品投
放在小区智能快递货柜 ， 后台
系统则会自动推送通知 ， 让居
民凭密码领取物品。

当然， 这张证只是刘兹帅出入小

区的条件之一———他还必须在大门登

记处出示绿色随申码， 并配合做好体

温检测等工作。

相比此前只能送到小区门口 ， 各

种催单、 询单电话 “打昏头”， 如今送

入小区的方式更让刘兹帅感到熟悉和

舒坦。 以他服务的这个小区为例， 因

为分步、 有序、 渐进地启动 “快递进

社区”， 每天智能货柜可以消化、 分流

近 500 件快递物品， 小区门口的货件

不再堆积如山， 更减少了居民集聚而

带来的隐患和风险。

放眼全市， 复工复产复市的当下，

不少社区根据实际需求和情况正 “稳

稳地开门 ” ———在抓好疫情防控 、 确

保安全这个大前提下 ， 因小区施策 ，

更好地方便居民。

快递员：“你是几号楼几零几”

喊了 11 遍

关于快递， 曾经绝大部分社区的

做法是在小区进门口等空旷地辟出一

块专门的场地， 用于堆放物品。 快递

师傅们的送货流程则是： 先把快递送

到小区门口， 然后打电话或者发送短

信， 告知居民前来领取。

但实际的操作却与想象中的 “送

抵、 电话、 走人” 之间相隔着十万个

“烦” 字。 采访中， 几乎每个快递师傅

都能说上几个 “段子 ” ———比如 ， 有

的居民在 “茫茫货海” 中翻找不到自

己的快递， 一天里给快递员打了几十

个电话； 也有 “心大” 的居民错拿了

别人家的快递却浑然不知， 快递师傅

反复打电话提醒后才明白过来。 快递

小王师傅说： “一次， 有位老人来电

询问快递。 老人年纪大了， 我只能越

说声音越响， 扯着嗓子喊了 11 遍 ‘你

是几号楼几零几’ ……”

不只是快递师傅 ， 为了取件 ， 居

民们也常感 “挠头”。

徐汇区龙华街道盛大花园居民区

书记王伟告诉记者： 小区内有近 2000

户居民， 很多老年人都是独住 。 特殊

时期， 子女们习惯在网上帮老人购买

各种生活用品， 但对老年人来说 ， 拿

快递实则有些麻烦， “大体积 、 分量

重的， 拿不动。 拿错快递， 找不到快

递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因此， 在前期对居民需求摸底的

基础上， 经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三

方讨论， 居民区逐步放开 “快递进小

区 ” ———对邮政 、 顺丰 、 京东等九家

物流快递公司的 17 名固定快递投递人

员进行健康信息排摸和追溯 ， 实行

“逢出入必查验、 必检”。 食物类快递

及下午 5 点以后的快递， 则继续放在

小区门口货架上， 由居民自行领取。

社区干部： 超大 “块区”

在实践中慢慢适应

下周， 徐汇天龙块区那些住在老

公房的居民们， 也将享受到社区内智

能快递货柜带来的取件便利了。

为强化社区防疫工作 ， 徐汇区枫

林街道 “攥指成拳”， 打破物理界限，

将天钥新村小区、 龙山新村小区等 10

个相邻的自然小区和 5 个居委会连成

一片， 设立 “天龙块区”。 这样一个能

科学统筹防疫资源的基层大块区 ， 却

在递收快递这件事上有了烦恼———块

区内房屋 160 多栋 ， 常住人口超过

16000 人 ， 其中不少还是老年人 ， 领

取快递不方便， 门口的堆放点也常常

“爆仓 ”。 3 月初 ， 块区启动快递进社

区， 各方都经历了一个 “适应期”。

天龙块区的 “块长”、 社区干部顾

建初告诉记者， 块区甄选了顺丰 、 邮

政等 5 家大型快递公司作为试点 ， 提

出 8 项进社区投递的具体操作规范和

要求， 符合条件的快递员可以进入社

区。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 现在快递员

都能配合递送进社区， 放在楼栋及走

道门口。 当下， 经 “三驾马车” 协商，

决定在块区内引入智能货柜， 进一步

方便老小区的快件收取。

同样的情况在滨江小区也存在。

这个有着 2000 多户居民的大型小

区于 3 月初启动快递进小区， 起初有

个别快递员不配合。 为此， 社区设计

了一个 “缓冲期”： 在门口临时快递架

上张贴告知， 让居民和快递员都知晓

新举措， 并于一周后拆除所有临时货

架。 现在， 大部分快递员都能按要求

测温后进小区投放 ， 居民们也开心 ，

“不用为了取快递频繁进出了。”

物业： 每天减少
数百人次反复出入

“现在小区里 300 多个智能取货

柜充分运转起来， 分流了部分积压快

递， 也减少了居民集聚翻找快递而带

来的风险。” 负责海悦居民区的中海物

业相关管理人员这样介绍。

海悦居民区节后每天收到快递件

数近 2000 件 。 物业几次增添临时货

柜， 但还是满足不了大体量的快件积

压。 居民为翻找一个快递， 有时甚至

要花上半个小时。

如今小区开始实行符合条件的快

递员进小区无接触投递， 情况明显好

转 。 “这些智能柜每天大约能存放

500 件快件 ， 这两天都开始拆除门口

的临时货架了 。” 居民区书记吴兢这

样说。

而在滨江小区， 经工作人员估算，

原本每天进出小区的 4500 人次中， 有

近 1000 人次是为了拿快递， 如今投递

进小区后， 每天减少了数百人次反复

出入。

稳稳开门
暖暖复苏

社区又见快递小哥来回奔忙的身影； 独居老人在护工搀扶下走出家门， 下楼晒太阳了；

一度关张的社区食堂， 清早飘出了大肉包的香味……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片段和场景， 如今重新慢慢回到身边， 城市一点一滴地苏醒，

日常烟火气也丝丝缕缕回归， 更多人从中体味到一种久违的欣喜和希望。

和煦的春天悄然而至， 复工复产复市的当下， 城市的复苏不仅需要新动能， 也需要积极
的心理支撑， 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

没错， 要以 “守好门” 来保障 “开好门”， 以有序渐进的 “播放键” 代替 “暂停键”， 来
自社区一线的生动语言———我们要 “稳稳地开门”。

因此， 在社区， 尽管快递小哥能进门， 但必须保障 “无接触投递”； 尽管护工能上门， 但
要经历严格的检查和可追溯； 尽管装修施工渐渐启动， 但只能 “轻装修” 不能制造噪音。

“稳稳地开门 ” 也需要人性化的视角 。 采访中 ， 几乎没有一个小区 “照抄 ” 别人家的
“作业”， 而是根据自身实际稳步推进； 即便是同一个社区， 也能根据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提
出对策， 纾难解困。

众志成城， 我们 “守” 住了各方大门， “守” 出了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现状。 当下，

我们更需要继续咬紧牙关， 把防控举措落实落细， 推动城市生产生活加速 “回神” “回血”。

既要守好门， 也要开好门， 让我们一起等待疫情消散， 等待春暖花开， 等待再一次地相
互拥抱、 彼此温暖。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题图： 复工复产复市的当下，

华泾镇以织密防疫网格 、 恢复生

活秩序作为当下社区工作常态化

的重点。

上图 ： 实际操作中 ， 华泾镇

各社区会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 ，

采取更为人性化的管理。

上图： 顺丰小哥送货进社区， 居

民再也不用聚集小区门口寻找货件。

左图： 智能货柜每天可以消化 、

分流近 500 件快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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